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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电影中的视觉震惊 
陆晓娜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美术学  250300） 

摘要：机械复制技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人类社会由印刷时代转向了视觉文化时代，无形中提高了大众的视觉期待。在当下的
景观电影中，生产者极尽所能制造视觉震惊效果，视觉震惊美学效果成为最主要的目的，导致电影创作片面追求震惊效果，削弱了

影片应有的叙事性，观众也由原来的主动接受变为被动接受，审美水平在无形中变得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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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创作：片面追求视觉震惊效果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视觉震惊成为当下电影极致的追求。

从我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和陈凯歌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现象。张

艺谋是一名摄影师出身的导演，摄影重视视觉效果的特征决定了他

的电影作品风格，他的影片运用了独特的色彩语言。在他早期的作

品《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视觉元素就已经初具特色。

他自己也说视觉营造是他的强项，他认为视觉氛围是区别电影和电

视最重要的一点，让观众走出家门进入影院的关键就是制造视觉震

惊效果。他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可以说将色彩的运用推上了高峰，

该影片大面积使用了高饱和的金黄色和红色，宫廷的奢靡之气得到

尽显，视觉冲击力极强。 

当视觉效果成为表现中心时，影片的叙事逻辑就会被忽视，故

事情节就会被旁置。这种片面追求视觉震惊效果的创作方式是极其

危险的，电影叙事的弱化带来的是将是电影的平面化，进而导致电

影韵味的消解。电影应该由其深层的精神内涵，也应该带给观众一

定的视觉享受，优秀的影片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2 艺术作品：叙事性的弱化 

电影不仅是一门艺术同时也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带有叙述的

功能。然而从第一部电影现世起，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就进化成

了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娱乐性成为其首要功能。尤其是在当下的电

影中，电影的叙事功能日益弱化，而娱乐功能不断强化。诚然，电

影作为一门艺术必然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需要通过新奇的画面营

造视觉氛围，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不再需要叙事，不需要“讲述”

一个令人满意的故事。 

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一部典型的奇观电影，虽然它给观

众带来了一场丰盛的“视觉大宴”，让我们感受到了色彩的震撼力，

但是很显然它的故事性被削弱了。影片改编自剧作家曹禺的话剧

《雷雨》， 话剧内涵丰富，发人深省。《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对

耳熟能详的《雷雨》进行了改编，使观众很容易就能够明白故事情

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故事的悲剧性和张力却没有完全

展现出来。当然，影片中各种唯美华丽的画面如华丽的礼服、金光

闪闪的宫殿和各种精致的摆件，确实带来了给观众视觉上的震惊。

但是如果没有《雷雨》的铺垫，当影片结束以后，人们可能不会清

楚地明白故事的内容，而是只会记得大片绚丽的金黄色和热烈的大

红色。 

电影的视觉性和叙事性并不是对立的，一部影片可以突出视觉

性，但依旧应该为我们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将视觉性与故事性

融洽地结合上，美国影片《布达佩斯大饭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它完美地诠释了视觉性和叙事性地统一。该影片在一个个绝美的画

面中将二战前整个欧洲的文化风貌都体现了出来，不仅借助布达佩

斯大饭店的兴衰讲述了一个时代的故事，也通过精妙的服饰化妆和

影片后期刺激的追捕营造了一个绝美的世界。正是由于其强烈的视

觉效果和精妙绝伦的故事内容以及其背后对人性的探讨，才成就了

这部影片的成功。如果没有了情节的支撑，该电影的内涵将会大为

缩减，人性的光辉就无法得到体现。同样，如果仅仅讲述一个故事

而没有带来视觉上的享受，我们也不会能体验到欧洲战前那份古典

的文化风貌。 

因此，电影的视觉性和叙事性是统一的。电影是一门艺术，它

应该表现我们生活中难以见到的画面，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门叙事的

艺术，在营造视觉氛围的同时，也应该讲述具有深层精神内涵的故

事。 

3 艺术接受：被动接受与审美水平的降低 
视觉文化的不断发展使人们越来越依赖表征化的观看方式关

注现实世界，而基于视觉性的电影的创作和接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

了其影响。尤其是当下以视觉震惊为表现目的的电影，在创作上以

高度逼真的虚拟形象吸引观众，使人们由对传统叙事电影的主动接

受转为现在的被动接受。 

连续不断的视觉震惊确实惊符合观众的视听需求，但同时也改

变观众的心理：从主动观看变为被动接受。从观众的观影心理来看，

人们总是怀着对电影的某种期待而走进影院的，这种期待随着视觉

氛围的营造发生了变化。对于传统的叙事电影，人们是抱着看故事

的心态，期待的是其故事情节。而在视觉震惊效果成为主要的表现

目的以后，人们期待的不再仅仅是看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更多的是

对是视觉享受的期待。从对故事情节的期待到对视觉效果的期待，

不仅是期待内容的发生转变，而且是观众心理状态的一个本质改

变，从主动去了解一个故事，到被动去感受视觉氛围所带来的刺激。

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的是观众自身联想和想象的衰退。当下的电影之

所以能给观众带来视觉震撼，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制造的画面的

高度逼真性。逼真的画面加上立体的声道，使观众走进了自己也分

辨不出真假的虚拟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观众根本不可能保持一种

超越于“拟像”之外的静观态度，这就意味着观众与审美客体之间

的距离消失了，因此，审美活动也就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观众

对于影片的“欣赏”，只是表面上的观看，而不再是发挥主观能动

性、积极主动的观看。如此一来，观众自身的联想和想象就完全被

排斥出了这个艺术接受过程，导致大众审美水平的降低。 

结语 

数字技术的发展革新了传统的电影观念和电影语言，给人们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体验，给观众营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虚幻世

界。但同时也导致电影片面追求视觉震惊效果，消解了传统电影的

叙事主导原则，使故事情节被旁置。在一次又一次的震惊中，人们

已无法分清现实与虚幻，由以前的主动了解影片情节变为被动接

受，接连不断的视觉景观也使人们根本来不及细细品味其内在的精

神内涵，人们的联想和想象力完全被排斥出去，导致大众审美水平

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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